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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股份销安〔2012〕215号 

 

 

 

各销售企业： 

针对目前市场上外采油品资源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实际情况，

为避免发生近期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油品质量事故，经研究决定，

增测外采汽油质量内控指标，请遵照执行。 

本件属商业秘密，内部发至有外采资源的质检室，对外签订

合同使用时应有相应保密条款约束，不得随意对外发布或传播。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关于加强销售企业当前经

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石化股份销办〔2011〕157 号）、《关

于外采汽油质量检测指标增项的通知》（石化股份销安〔2012〕

35 号）及《关于外采汽油质量检测项目调整的通知》 （石化股

份销安〔2012〕83 号）中的外采汽油追加检测指标内容同时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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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附件:外采汽油质量增测内控指标 

 

 

 

 

二○一二年七月四日 

 

 

 

 

 

 

 

 

 

 

 

 

主题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油品销售事业部办公室    2012年7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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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气味 无异常 
由三名持证质检

员判断 

馏程 无异常（轻组分多或重组分多） GB/T 6536 

未洗胶质（未加清

净剂）/mg/100mL 

不大于 30 
GB/T 8019 

30～20 洗后胶质不得大于 2.5 

蒸气压/kPa 

不低于 

外界环境温度 ℃ 

GB/T 8017 ＞15 5～15 5 以下 

45 55 65 

蒸发指数 DI 值 

不大于 
570 565 560 

计算公式：
DI=1.5*T10+3* 

T50+T90+11*氧含

量%（质量分数） 

烯烃含量（体积分

数）a
 /%                     

不小于 

8 GB/T 11132 

N—甲基苯胺 未检出 中红外机 

甲缩醛 b
 未检出 

中红外机与 SH/T 

0663 联合使用 

碳酸二甲酯 c
 未检出 

中红外机与 SH/T 

0663或 SH/T 0713

联合使用 

乙酸仲丁酯 d
 未检出 

中红外机或 SH/T 

0713或 SH/T 0693 

氯含量 e
/ppm 不

大于 
40 附录 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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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 GB/T 11132方法测定，若汽油中芳烃含量特别高（一般大

于 30%），烯烃含量少，则可判定汽油为化工调和汽油。 

b 使用 SH/T0663 检测，甲缩醛和叔丁醇峰重叠，不能分离，若

叔丁醇处出现，则可怀疑该油品添加了甲缩醛。 

c 使用 SH/T 0663 检测，碳酸二甲酯在二异丙醚 (DIPE)峰左右

出峰；使用 SH/T 0713检测，碳酸二甲酯在甲苯峰左右出峰。 

d 使用 SH/T 0713 检测，乙酸仲丁酯在甲苯和丁酮之间出峰，如遇

特殊情况，可用标准物定性；使用 SH/T 0693 检测，乙酸仲丁酯在苯和

甲苯之间出峰。 

e附录 1：车用汽油中总氯含量测定法 电位滴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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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车用汽油中总氯含量测定法 电位滴定法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用电位滴定法测定车用汽油中总氯含量的测定方法。可与银离

子反应的其他物质对测定有干扰作用。 

1.2 本标准没有提出其应用时有关的全部安全问题。因此，用户在使用本标准之

前应建立适当安全和防护措施，并明确其受限制的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

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84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1885 石油计量表 

GB/T 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SH/T 0079 石油产品试验用试剂溶液配制方法 

3 方法概要 

取一定量的车用汽油样品，用质量分数为 20%的 NaOH-C2H5OH (体积比为 1:1)溶液

为试剂在加热情况下将车用汽油样品中的有机氯转化为氯离子，萃取后再用电位滴

定法测定总氯离子的量。 

4 意义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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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车用汽油的氯对燃油系统及燃烧后的尾气排放系统具有腐蚀作用。 

4.2 本方法适用于车用汽油生产与销售过程的质量控制。 

5 仪器 

5.1 pH 计及滴定装置：pH 计的精确度至少 2mV,滴定用一个银指示电极和一个玻璃

参比电极。必要时，银电极应用金相砂纸或擦洗粉擦亮，并彻底清洗干净。 

注：电极需按仪器说明书进行清洗和校正。 

5.2 微量滴定管：5mL，分度值为 0.02mL。 

5.3 高型烧杯：250mL。 

5.4 温度计：0～100℃。 

5.5 回流装置：容量 500mL 的三口烧瓶、回流冷凝器、带有搅拌的电加热包，配

套使用。 

5.6 容量瓶：250mL。 

5.7 烧杯：250mL。 

5.8 分液漏斗：250mL。 

5.9 试管。 

5.10 搅拌装置。 

5.11 过滤器（可采用柴油氧化安定性实验抽滤装置）。 

5.12 分析天平。 

注：玻璃仪器必须用铬酸洗液清洗，然后自来水、蒸馏水冲洗。最后用丙酮清洗、

干燥。 

6 材料 

6.1 蒸馏水：符合 GB/T 6682 中三级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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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速定性滤纸。 

7 试剂 

7.1 硝酸银：分析纯。 

7.2 氯化钠：分析纯。 

7.3 氢氧化钠：分析纯。 

7.4 硝酸：分析纯。 

7.5 甲苯：分析纯。 

7.6 乙醇(95%)：分析纯。 

7.7 丙酮：分析纯。 

注：本标准所用部分试剂有毒、有腐蚀性，应注意避免直接接触及吸人体内。一

旦接触，应用大量水冲洗。 

8 准备工作 

0.01mol/L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配制 

按SH/T 0079方法配制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并进行标定。 

9 试验步骤 

9.1 在装有电动搅拌器、温度计和回流冷凝管的 500mL 三口烧瓶中，加入 10mL 样

品、20mL 乙醇和 20mL 质量分数为 2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搅拌均匀，加热至沸腾，

反应 15min。（加热要均匀，防止突沸） 

  取样量对测定结果有影响，当汽油中总氯含量高时，应减小实验所取样品量，

建议取样量如下表：（精确至 0.1mL） 

预计氯含量，ppm 试样量，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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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10 

300-500 5 

>500 <3 

9.2 从侧口加入 15mL 温度为 60℃的甲苯，再加入 15mL 丙酮和 25mL 乙醇，煮沸

2min。 

9.3 加入 20mL 体积比为 1：1（市售分析纯硝酸：蒸馏水）的硝酸水溶液和 20mL

蒸馏水，煮沸 15min。 

9.4 冷却后过滤，将滤液完全转移到分液漏斗，（取少量用几滴硝酸酸化过的蒸

馏水分别润洗三口烧瓶和过滤接收器，润洗两次，总用量约 40mL），震荡混合均

匀，静置 5～10min，将水相收集于 250mL 烧杯中，油相中再加入经硝酸酸化过的

蒸馏水 20mL，进行第二次萃取，水相再收集到 250mL 烧杯中。 

9.5 将水相过滤后完全转移到 250mL 容量瓶中。 

10 电位滴定 

用经硝酸酸化过的蒸馏水将容量瓶中滤液稀释至 250mL 刻线。取该溶液 40mL 于

250mL 高型烧杯中，加入 80mL 丙酮，置于带有搅拌装置的电位滴定仪上，以

O.O1mol/L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滴定。 

注：滴定剂浓度对结果有一定影响，对于高浓度氯含量样品，可以采用0.05mol/L或0.1 

mol/L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进行滴定，以保证在较合理的滴定剂用量内达到滴定终点，避免

滴定剂用量过少或过多。 

11 结果计算 

试样中氯离子的质量分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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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 —样品中总氯的质量分数，μ g/g； 

      C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浓度，mol/L； 

V0 —滴定空白试验到终点时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V1—滴定样品试验到终点时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V—试验所用样品的体积，mL； 

ρ —样品的密度，g/cm
3
。 

12 报告 

报告试样中氯的质量分数，结果精确至 1μg/g（ppm）。 

13  定性验证试验 

如果汽油中有较高氯含量，还可以采取定性方法进行验证：取步骤 10 抽滤后的滤

液 10mL 于试管中，用滴管加入 3-5滴 0.01mol/L 硝酸银溶液，滤液变白色或乳白

色，则证明有较高浓度氯离子存在。 

参考图片： 

 

                                        

加硝酸银前滤液                        较低氯浓度滤液酸银 



—  １０  — 

 

 

          

            较高氯浓度滤液加硝酸银 

 

 

 

 

 

 

 

 

 

 

 

 


